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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责编院郭 蓉

制版院申慧珍

醉酒驾驶已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
患袁即便将醉驾入刑袁醉驾行为的发生还是屡
禁不止遥 通过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检察院
2016年以来受理的危险驾驶案件看袁 该类案
件的数量总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袁 尤其从
2018年开始袁 我院每年受理的此类案件数量
都在 100件以上遥 针对现状袁如何有效打击尧
预防醉酒驾驶行为的发生袁 已成为司法机关
及立法部门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遥
一尧醉驾的社会危害性
野醉驾冶和野飙车冶已成为马路的野两大杀

手冶遥 危险驾驶行为不仅对公共安全造成威
胁袁对公民的生命尧财产安全也造成了严重危
害遥纵观本地区的交通肇事案件数据分析袁因
醉酒驾驶引发的案例占 60%以上袁 另外醉驾
还将引发妨害公务尧 以危险方法危害国家安
全等犯罪遥
二尧对醉驾行为的认定标准
叶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尧呼气酒精含量阀值

与检验曳规定袁每 100ml血液中乙醇含量大于
20mg 小于 80mg 属于饮酒驾驶 曰 对于每
100ml血液中乙醇含量大于或等于 80mg 的
属于醉驾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遥
三尧醉驾案例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1.醉驾是否构成犯罪受鉴定意见的影响遥
醉驾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袁 受血液

酒精含量检测及鉴定意见的直接影响遥 司法
实践中袁因当事人醉驾后脱逃等原因袁使侦查
机关不能及时提取到当事人的血液袁 随着人
体代谢分解袁其血液酒精含量将会下降袁此时
即便提取到当事人的血液袁 检验鉴定意见也
会不准确袁 导致司法鉴定机构因无法准确鉴
定及其他原因袁 可能作出终止鉴定等不予鉴
定的结论袁 最终将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遥 此
外袁 司法实践中的个别司法鉴定机构由于鉴

定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等原因袁 导致成为非
法证据被排除袁影响案件的定性遥

2.个别醉驾案例未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遥
司法实践中袁 个别司法机关对醉驾行为

人的处罚较轻袁 甚至轻于对酒驾行为人的处
罚力度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第
九十一条规定袁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袁处暂
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
千元以下罚款曰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
罚袁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袁处十日以下
拘留袁 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袁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袁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袁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袁五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遥 从以上法律规定不
难看出袁因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酒驾行
为的危害性更大袁故相关法律对醉驾行为人
的处罚比酒驾行为人的处罚要重遥 司法实践
中袁 对酒驾行为人的处罚较轻的案例较多袁
归纳起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院一是公安
机关因酒精含量检测尧血液提取袁以及因鉴
定机构在鉴定过程等方面出现重大瑕疵或
问题袁且无法补证袁导致案件的证据不足袁作
出撤销案件的决定曰二是检察机关因醉驾行
为人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袁作出不起诉的决
定曰三是人民法院因醉驾行为人的社会危害
性较小袁作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决定遥 上述情
形袁在某种程度上讲袁是与立法原意及罪刑
相适应原则相冲突的袁

3.对特殊情形下的醉驾行为认定遥
现实社会中袁有的当事人属于隔夜醉驾袁

有的当事人是紧急救送病人醉驾及属于酒后
挪车醉驾等情形遥司法实践中袁以上情形的处
理结果都是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当事人的刑事

责任的遥 笔者认为袁因上述情形事出有因袁如
一律以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打击袁 可能会出现
证据不足或其他情况发生遥首先袁从危险驾驶
罪渊醉驾冤的构成要件分析袁本罪的主观方面
表现为故意袁 即行为人明知其醉酒仍然驾驶
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行为曰 客观方面表现
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规袁 在道路上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遥 对于隔夜醉驾的行为
人来说袁当事人是第一天饮的酒袁其经过一晚
上的休息后袁 主观上会认为第二天酒精已经
分解的所剩无几袁 在不具备自我检测血液酒
精含量的情况下袁 通过自我判断来决定自己
是否可以驾车遥这样袁从犯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行为人明知自己属于醉酒的故意因素不充
分袁 会导致司法机关在认定当事人涉嫌危险
驾驶罪主观故意的证据不足曰其次袁对于因急
救病人尧追捕违法嫌疑人尧见义勇为等为目的
的行为人来说袁其并没有以明知醉酒袁故意驾
车违反道路交通法规袁进而对公众构成危险袁
却依然为之的主观故意袁 如以醉驾对行为人
予以认定袁可能有违本罪的立法本意曰再次袁
对于酒后因出于挪车尧 找停车位等为目的而
醉驾的行为人来说袁 其主观上也并没有醉酒
驾驶车辆在道路上行驶的故意袁 且行为人醉
驾的时间和距离一般相对较短尧 速度一般也
相对较慢袁 故醉驾的社会危害性也就相对较
低袁 这与刑法上的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不
符袁如果以醉驾行为对当事人予以认定袁也可
能与立法本意相违背遥

四尧解决醉驾行为的对策
1.强化对司法鉴定人员的职责要求与监督遥
一是司法鉴定机构要强化对本机构内部

鉴定程序尧鉴定方法尧鉴定步骤等各环节的规
范性要求袁坚决杜绝鉴定程序走过程尧鉴定方
法不科学尧鉴定步骤不规范尧鉴定结果没依据

等严重影响案件定性的鉴定意见的发生遥
二是通过立法袁 健全和完善司法机关对

司法鉴定部门的监督制度遥 对鉴定机构以及
鉴定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袁 在鉴定程序上出
现重大瑕疵和错误导致案件无法定性的袁司
法机关可以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要求该鉴定
机构进行整改且在一年之内不能委托司法鉴
定的建议袁 同时建议相关机关依法追究鉴定
人尧鉴定机构负责人的相应责任袁努力夯实司
法鉴定意见的根基遥

2.加强法律宣传和警示教育工作遥
司法机关要加强法律宣传尧教育工作袁广

泛开展醉驾案例的正尧反面教材的宣传尧引导
工作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绿色尧文明尧礼让守
法尧安全的出行方式袁提高民众对醉驾行为的
社会危害性认识袁 进而在全社会形成酒后不
驾车袁驾车不喝酒的良好习惯遥

3.对醉驾行为人的处罚力度不放松遥
一是司法机关要加大对醉驾行为的打击

力度袁 对醉驾行为人的处罚要在法定刑的量
刑幅度内进行袁 杜绝对醉驾行为人的处罚轻
型化尧不科学化曰杜绝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袁
出现不同样的处罚结果的发生袁 做到权责利
相一致尧罪责刑相统一遥

二是强化对司机机关的监督袁 建立健全
办案监督机制袁落实办案主体责任制袁强化案
件公开制度遥

4.制定尧出台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新的司
法解释遥

司法机关既要强化对醉驾行为的打击袁
又要维护在特殊情况下的醉驾行为人的正当
权益袁 对行为人主观上没有危险驾驶的犯罪
故意袁仅出于服务社会尧服务他人尧维护社会
秩序目的的袁建议不以危险驾驶罪论处遥

(作者单位院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检察院)

醉驾案例的法律适用和综合治理研究
荫石方义

近年来袁未成年人犯罪在逐年增加袁已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遥 笔者总结多年来
的公诉实践袁 现就未成年人罪犯的原因进行
分析遥
一尧未成年人罪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袁具

体分析如下院
渊一冤年龄小袁文化程度低袁致使未成年人

认识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低下遥
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显然

是不能完成初中学业的袁 达不到九年义务教
育的最低要求袁 更谈不上通过教育提高其认
识社会和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遥 个别学校对
有劣迹的学生采取野重处轻教冶的方法袁使一
部分经教育可挽救的学生失去了就学的机
会袁走上了犯罪道路遥

渊二冤家庭的不良影响遥
家庭是未成年人人生经历的第一个社会

化场所袁 不良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不健全人
格的形成具有原发性的影响遥 家庭结构有缺
陷尧家庭教育方式不当尧父母行为不良等不良
的家庭影响袁 都很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畸形
心理和人格缺陷袁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袁
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遥

渊三冤学校教育的缺失遥
学校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第二个重要场

所遥当前学校教育存在一些缺陷和失误袁对未
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遥

其一袁 教育观念上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
性袁 忽视或淡化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和
培养遥 未成年人在心理发育和人格形成的过
程中袁缺乏应有的道德引导和培养袁很不利于
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尧世界观袁从而对社会
上的各种消极因素的野免疫力冶极低遥
其二袁 法制教育的形式化使大部分学生

不能用法律规范约束自己袁 导致法制教育无
法收到预期的预防犯罪的效果遥

其三袁青春期性教育的空白或虚设遥未成
年人的青春期基本上都是在学校期间度过
的袁 由于获得正确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渠道不
畅通袁使得他们在性知识上表现为愚昧无知袁
在外界的不良刺激下袁往往会出现越轨行为遥

其四袁忽视心理健康教育袁没有开设专门
的心理课程遥 当前的学校教育只是将心理教
育的内容纳入思想品德教育中袁 这使得学生
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答和引导袁 当他
们不能承受压力时袁很可能走向极端袁通过暴
力等方式宣泄袁造成暴力性犯罪遥

渊四冤文化市场的失控遥
文化市场的失控袁不良文化的泛滥袁致

使各种充斥着暴力尧 色情淫秽内容的音像
制品及网络游戏等对未成年人产生了不可
忽视的腐蚀作用遥 未成年人正处于求知和
学习的人生阶段袁 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行
为的习得方式就是模仿袁 模仿不健康的行
为袁久而久之袁积恶习成恶性袁终获违法犯
罪恶果遥

沉溺于网络是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一个重要原因遥相关统计数据表明袁有上网经
历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到未成年人犯罪人
数 2/3遥 一些未成年人长期痴迷于网络袁没有
经济来源袁为了支付高昂的上网费用袁不惜以
身试法袁实施抢劫尧盗窃等财产性犯罪遥

渊五冤 同龄群体不良交往的影响遥
少数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

路袁 与其和未成年同龄群体不良交往息息相
关遥 一些被家庭和学校排斥或抛弃的不良青
少年袁聚集在一起袁通过不健康的娱乐尧游荡尧
交谈等方式形成不良交往的亚文化群体遥 他

们相互观察尧 模仿袁 使得原有错误的社会意
识尧不良的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得到强化袁然
后经过犯罪学习袁违法尝试袁加速下滑袁沦为
犯罪团伙袁社会危害性极大遥

渊六冤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淡薄遥
由于少数地区法治宣传形式化袁 或是部

分未成年人对法治教育漠不关心尧被动接受袁
导致一些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不强袁 因而不能
很好守法遥一些未成年人以为自己未满 18周
岁袁即便触犯了法律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袁
一些青少年甚至在犯罪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
已经触犯了法律袁 所以对青少年加强法治教
育势在必行遥

二尧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对策
渊一冤重视家庭教育遥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袁很

多父母以工作尧生计为由袁把孩子完全托付给
学校一方曰 有的家长过分干涉孩子袁 包揽一
切袁陷进了野放纵冶和野严管冶两个误区遥 因此袁
父母需要提高自身素质袁 要从多方面理解未
成年人的心态和需求袁给予恰如其分的野家长
指引冶遥

渊二冤学校承担起应有的职责遥
野德智体美劳冶全面发展是我国对未来一

代的总体要求袁因此袁学校在加强对学生智力
开发的同时袁也要紧记德育工作袁两手抓袁两
手都要硬遥另外袁学校还要对外来人员严格清
查袁对学校周边环境也要负起责任袁真正堵住
违法犯罪进入校园的漏洞遥

渊三冤社会应广泛关注遥
未成年人容易受外界影响袁 尤其是社会

不良风气的影响袁所以相关部门要落实野以德
治国冶的方针袁加强科学文化建设袁加强对网
吧尧游戏机房尧酒吧等娱乐场所的管理袁对低

级庸俗和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娱乐场所要
坚决清理尧整顿袁净化社会文化氛围袁还孩子
健康的成长环境遥

渊四冤塑造健全人格袁增强未成年人的自
我保护能力遥

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能力需要社会相关
部门有意识加以培养袁 在社会各方面的教育
引导下袁 使他们逐步形成是非评价标准和道
德意识袁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评价能力袁提
高行动自主性的责任感遥要加强挫折教育袁帮
助他们正确对待学习尧 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
失败袁保证其心理健康发展袁形成健全人格袁
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

渊五冤开展野庭审进校园冶法治教育活动遥
相关部门应把野庭审进校园冶活动从学校

延伸到家庭袁 实施未成年人及家长尧 学校的
野双教育冶袁使学生明白什么是犯罪袁犯罪后将
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袁 怎样做一名遵纪守法
的公民等等遥

渊六冤建立对帮教未成年人的回访制度遥
相关部门提醒学校加强管理教育的同

时袁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犯罪嫌疑人袁与其家
长进行深入接触袁充分了解犯罪嫌疑人社会尧
家庭表现情况袁 对符合条件犯罪嫌疑人做出
不立案或不起诉决定袁 并与其家长签订帮教
责任书袁确保帮教质量曰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的过程中袁 要对未成年人的犯
罪心理进行研究袁分析其犯罪时的行为性质尧
手段及心理特征袁 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
规律袁 据此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措施袁 同时向未成年人及全社会进行关
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宣传袁 增强未成年人
的法治意识遥

(作者单位院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检察院)

浅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及对策
荫张力钧


